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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肖春飞、潘旭、孙丽萍

　　在一些语境中，上海人尤其是上
海 男 人 被 打 上 了 很 多 似 是 而 非 的
标签。
　　然而，这些标签与真实的上海人
风马牛不相及。只要严肃认真地走进
上海的历史，客观公正地打量上海的
现实，就会强烈地感受到一个事实：上
海人的血性，是中华儿女血性的一
部分。

他们给上海注入了血性基因

　　首先，需要对“上海人”做一个
界定。
　　上海是一个移民城市。中国史学
会副会长、《上海通史》主编熊月之介
绍：自 1843 年以后，上海逐渐成为中
国最大的城市；1921 年的上海人口已
达 250 万，几乎是北京的 3 倍、苏州
的 4 倍，广州的 1.5 倍，“1921 年，上
海人口中，83% 为非上海籍”。
　　百年之后的今天，根据最新公布
的上海市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
全市常住人口为 24870895 人。100
年，10 倍。全市常住人口中，外省市来
沪常住人口为 10479652 人，占比
42.1% ———“外省市来沪常住人口”，
指的是没有上海户籍的人们，外省市
落户上海的不在此列。
　　这 42.1% ，也是“上海人”么？答
案是肯定的。熊月之说：“‘上海人’的
内涵有个不断演变的过程，先是指狭
义的、拥有上海籍贯的人，到 19 世纪
末 20 世纪初，内涵逐渐扩大，泛指一
切在上海安家立业的人，到清末民初，
这一观念已被社会广泛认可。”他举例
说，1921 年 7 月中共一大在上海召
开，代表 13 人，都是各地党小组的代
表，上海小组代表李达是湖南永州人，
李汉俊是湖北潜江人，都不是上海本
土人，二李在上海工作、居住的时间都
很短，不超过 3 年，但大家对于李达、
李汉俊作为上海小组代表，从无异议。

“这正好说明，当时及日后，人们对于
什么人可以算上海人的问题，有个不
言自明的标准，即：不管籍贯何处，只
要在上海生活、工作即可。”
　　决定一个城市品质的，最主要的
是居住在这里的人。自开埠以来，大量
移民持续涌入上海，“一方水土养一方
人”，上海独特的历史造就了上海人鲜
明的特点，比如精明、务实、重视规范、
遵守契约。同时，上海又“城以人兴”，
来自五湖四海的上海人，给这座城市
注入了硬朗气质、血性基因。
　　首屈一指的，是上海工人阶级的
壮大。“七一”前全新开馆的中共一大
纪念馆，有一个专门的章节来呈现作
为中国工人阶级发祥地的上海。上海
是中国近代最重要的工业基地，这使
得上海拥有中国工人阶级最庞大的一
支队伍：1919 年五四运动之前，上海
工人总数约 65 万，占上海城市总人
口的四分之一，占全国工人总数的五
分之一。在五四运动中，工人阶级以上
海工人罢工活动为标志走上了政治舞
台，这也是中共建党的阶级基础。“工
人阶级并非单独存在，而是上海作为
全国多功能经济中心在人口方面的突
出反映。”熊月之说。
　　在当时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残
酷压迫下，工人阶级革命意志坚定、彻
底，在本阶级的革命政党——— 中国共
产党领导下，工人阶级成为中国社会
里最有觉悟的阶级。在上海，从响应五
四运动，到席卷全国的五卅运动，再到
震惊中外的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
再到上海解放前夕的护厂运动……上
海工人阶级，是当时上海最有血性的
一个群体。
　　上海市中共党史学会副会长徐光
寿说，如果说上海人没有血性，何以解
释中国共产党为什么会在上海诞生？
　　除了工人阶级这个群体，还有众
多革命者个体，也给上海深深烙上了
血性基因，比如陈独秀。陈独秀是安徽
人，1913 年在安徽参加反对袁世凯的

“二次革命”，失败后，差点被乱军枪
毙，经人营救后移居上海；1920 年，
刚被北洋政府释放的陈独秀在武汉演
讲，引起震动，被勒令离开武汉回到北
京，一到北京，又遭警察监控，在李大
钊的建议下，避到上海，从此走进历史
的聚光灯下。
　　当年上海“一市三治”，租界既是
中国领土又不受中国政府直接管辖，
政出多门、事权不一，自然形成了“安
全缝隙”。不少革命者像陈独秀一样，
在家乡或外地不能容身，来到上海。

《共产党宣言》的翻译者陈望道有一段
话讲得很生动：他与陈独秀、施存统等
人，都是因为思想激进，宣传新文化，
为他处所不容，但上海可以“包容”这
类人物，“我们几个人，是被赶拢来
的”。这么多血性儿女，汇集上海，风云
激荡，对上海城市的影响是深远的。值
得一提的是，有一位女性，也是在家乡
遭受保守势力迫害被“赶拢”到上海来

的，她叫王会悟，在开天辟地的关键时
刻，她成为“红船哨兵”。
　　当然，说起给上海注入血性基因
的个体，又怎能不提一个光辉的名字：
鲁迅！今年 9 月 25 日，是鲁迅先生
140 周年诞辰。他的人生最后 10 年，
是在上海度过的。这也是鲁迅以笔为
枪战斗最为激烈的 10 年，上海是他
一生斗争的最后一道壕堑。他遍体鳞
伤，却傲然独立，成为上海这座城市的
无上光荣。毛泽东评价说：“鲁迅的骨
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
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
贵的性格。”

  江南人血性源头之一可

上溯到方孝孺

　　 1949 年 6 月 2 日，上海解放一
周后，人们在南市南车站路 190 号原
国防部保密局旧址，挖出了黄竞武的
遗骸，惨不忍睹：尸体口目洞穿，手足
残断，指甲俱脱……可见临终前遭受
了多么残酷的折磨。
　　后人说起黄竞武，皆喟叹不已，
称他是“与新中国擦肩而过的人”。黄
竞武出身上海川沙名门，从小聪颖，
清华大学毕业后，公费赴美留学入哈
佛大学攻读经济学，硕士毕业回国，
痛感时局糜烂、社会黑暗，在父亲黄
炎培的言传身教下，积极开展爱国民
主活动。
　　 1949 年 4 月下旬，国民党反动
统治已崩溃在即，处于末日前的疯狂，
黄炎培此时已前往北京参加新政协的
筹备工作，黄竞武深知自己处境，仍然
不肯离沪避难：“现在的工作很重要，
我绝不能因个人的安危而使工作陷于
停顿。越是危险时刻，越是紧要关头，
越要坚守岗位。”他得知国民党政府准
备把中央银行的黄金财物全部偷运到
台湾的消息后，挺身而出，予以揭露，
使国民党政府偷运金银计划未能全部
实现，蒋介石十分恼火，将他视为眼
中钉。
　　上海解放前 15 天，黄竞武被绑
架；上海解放前 7 天，受尽酷刑、始终
不屈的黄竞武被活埋，时年 46 岁。他
看到了旧世界的毁灭，却没有等到新
世界的到来。新中国成立后，黄炎培在
儿子肖像照背后，深情写道：“我们每
一回走过北京天安门，望见高高的人
民英雄纪念碑，想起千千万万为国家
和人民的利益而牺牲生命者之间有一
个是你……”
　　翻开上海史，有多少黄竞武这样
的热血儿女！
　　上海人来自五湖四海，又以江南
人士居多。1958 年，中央将原属江苏
省的宝山、嘉定、上海县和川沙、南汇、
奉贤、松江、金山、青浦、崇明划入上海
市，上海的行政区划一下子扩大了 10
倍，基本奠定了今天上海的规模。有趣
的是，至今上海远郊农村的老人到市
中心城区，还说“去上海”。人们说起江
南，多认为婉约文弱，殊不知，江南也
有刚烈勇猛的一面。明末清初，八旗铁
骑在江南遭到了极其猛烈的抵抗，“嘉
定三屠”“扬州十日”的悲壮成为中华
民族的永不磨灭的记忆。
　　熊月之研究认为，江南人血性的
重要源头之一，来自方孝孺，就是那个
誓死不对“篡位者”朱棣屈服、结果被
灭了十族的方孝孺。方孝孺是浙江台
州府宁海县人，1402 年遇难。方孝孺
案发生时，就已激扬了江南舍生取义、
刚正不阿的浩然之气。昭雪以前，其影
响早已潜藏人心，昭雪以后，更是光焰
万丈，深刻影响了江南地区的士风、民

风与学风。清兵南下，江南志士无不以
方孝孺为榜样，誓死抵抗。康熙年间松
江知府鲁超曾精辟地分析这一影响：

“方正学先生殉节于靖难之时，至参夷
九族而不悔，纯忠大节，震爆天壤，童
孺妇女皆知感慕而称述之。其文章具
在，炳炳烺烺，揭天地，昭万古，而不可
磨灭者也。”
　　 1931 年 2 月 7 日夜，龙华上海
警备司令部，密集的枪声中，一群革命
者高呼着口号倒下，其中就有著名的

“左联五烈士”。鲁迅先生悲愤写下：
“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
他还写了《为了忘却的记念》一文，特
别提到柔石回乡见母亲的事。在狱中，
柔石千方百计托人带出纸条，让自己
的战友们无论如何要瞒着在乡下已经
瞎了眼的母亲，万一自己牺牲，决不能
让母亲知道这个消息……此后，鲁迅
与他的朋友们一直替柔石赡养母亲，
她到去世还不知道儿子早已遇害。上
海学者吴基民深入挖掘这段历史细节
时，感慨道：“这是一段多么令人感慨
的往事啊，不能现在一提及 20 世纪
30 年代的上海，总是津津乐道于歌舞
升平，而不触及这样悲怆的往事，否
则，真是历史的悲哀！”
　　柔石是方孝孺台州同乡，原名赵
平复，“柔石”是他的笔名，取自他家乡
一座纪念方孝孺的名为“柔石金桥”的
石桥。柔石曾自述，取此笔名就是为了
继承方孝孺精忠报国的精神。
　　熊月之说：“方孝孺书写了江南文
化中刚强勇猛的壮美篇章，他的事迹
极大地丰富了江南文化的内涵。众所
周知，江南文化既有小桥流水、鸟语花
香、庭院深深、斜晖脉脉的优美，也有
独立潮头、劈风斩浪、金刚怒目的壮
美。优美与壮美，共同成就了江南文化
的优良品质。”
　　精神传承的力量是无穷的。电视
剧《觉醒年代》热播，熊月之也追剧，说
起陈延年慷慨赴死、誓死不跪的往事，
他感慨说，陈延年是一个共产主义战
士，也是一个在江南文化中成长起来
的优秀青年，“他就是方孝孺式的人
物！”

不逞匹夫之勇，不负家国大义

　　 2020 年疫情期间，有人援引数
据调侃，说“上海口罩购买人数第一”。
有一句话刷屏了：“很喜欢一个城市的
两面，一点的事就怕死，如履薄冰；天
大的事不怕死，舍生取义。”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之初，口罩供
应一度紧张。2020 年 2 月，上海松江
区车墩镇的一家口罩厂来了一群身份
各异的“临时工”——— 外企财务总监、
全国三八红旗手、创业者、大学生、听
障人士……他们从各区驱车前来，不
眠 12 个小时，生产了 30 万只口罩。
　　上海人很少逞匹夫之勇，但是，面
对家国大义，毫不含糊。
　　 1955 年，位于上海的交通大学
响应党中央、国务院的战略决定，毅然
西迁至西安。1400 多名教工，特别是

一大批德高望重的老教授率先垂范，
近 3000 名学生义无反顾地登上“向
科学进军”的西行列车。学校领导、学
术带头人身先士卒，17 位党委委员中
有 16 人迁到西安。西迁的教授、副教
授、讲师和助教等占教师总数 70% 以
上。当时西安各方面条件还很艰苦：马
路不平、电灯不明、电话不灵，用水非
常紧张。建校初期，野兔在校园草丛中
乱跑，半夜甚至能听到狼嗥；冬天教室
仅靠一个小炉子取暖，洗脸水得到工
地上去端……但这些都难不倒以江南
籍贯为主的交大师生，很快，一首《忆
江南》唱遍西安：“长安好/建设待支援
/十万健儿湖海气/吴侬软语满街喧/
何必忆江南！”
　　西迁时，交大王季梅教授的夫人
刚做完脑部手术，身体极度虚弱，他完
全有条件申请留在上海，但他踊跃报
名随校西迁，第二年又将全家迁居西
安。他在大西北从事真空电器和熔断
器教学研究工作 50 余年，桃李满天
下，研究论著等身，多项科研成果填补
国内空白，为交大真空电器教育事业
及中国电真空工业的发展做出突出贡
献，被誉为“中国真空电器之父”。
1957 年刚满 38 岁的陈学俊院士，是
当时西迁教授中最年轻的一位。临行
前，他与同在交大任教的夫人袁旦庆，
将他们的房子无偿上交上海房管部
门，带着 4 个孩子随校西迁。
　　许多交大教师，从此扎根在西北
大地，为一事，尽一生。
　　上海人爱说，“上海是全国的上
海 ”。国 家 是“ 大 家 ”，上 海 是“ 小
家”——— 并非虚言，在这个巨大的移民
城市，居民对上海与老家往往是“双重
认同”，爱上海、爱老家、爱国家，浑然
一体。
　　上海解放之初，全国支援上海，打
赢了经济仗。接下来，工业化始终居于
全国前列的上海贯彻中央指示精神，
从“全国一盘棋”战略出发，尽心尽力
支援全国。据不完全统计，从 1950 年
到 1958 年，上海动员支援内地的劳
动者共计 150 多万人，为各地培养艺
徒 13 万人。支援人才中，包括很多领
导干部，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的党委
书记赵明新就是从上海调过去的，曾
任上海市委常委兼组织部长。从 1953
年到 1962 年，上海一些大型企业，每
每组成几套同样的领导班子，然后成
套地输送到各地，帮助建设如洛阳柴
油机厂、武汉机床厂、武汉造船厂、哈
尔滨电机厂等大型企业。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根据中央
做出在全国建设大小三线的决定，上
海全力参与了共和国经济史上这次极
大规模的工业迁移过程，承担了大三
线建设的 304 个搬迁项目，小三线建
设的 55 个项目，一大批上海人“打起
背包走天下”，奔赴生活、工作条件远
差于上海的内地和边疆。除了工厂外，
还有相当一部分上海商业企业、文化
单位、学校、医院等，先后迁往内地，为
推动中小城市的建设与发展，加快国
家工业化进程，做出特殊贡献。

　　没有血性，能做到这一点么？

  没有点血性，谈何“先行

先试”？

　　在上海闵行区的上海电气上重铸
锻有限公司里，足足有六层楼高的万
吨水压机，历经一甲子铁与火的洗礼，
仍然威武雄壮。
　　万吨水压机是上海先行先试、改
变新中国落后面貌的一个典型案例。
　　大水压机在工业领域几乎是“下
蛋老母鸡”一样的存在，但在没有大水
压机的年代，我国想要制作大机器，大
型锻件就得从国外进口。外国人知道
奇货可居，就处处卡中国。不能受制于
人！1958 年，时任煤炭工业部副部长
的沈鸿写信给中央领导，建议自行建
造万吨水压机。很快，中央批准同意，
并把任务下达到上海，白手起家制造
中国第一台 1.2 万吨水压机。
　　当时，设计人员几乎没亲眼见过
万吨级的水压机，可以参考的资料少
之又少。上海集合了来自江南造船厂、
上海重型机器厂等几十个工厂的技术
力量，创造了许多“土洋结合”的方法，
因陋就简，克服了一个又一个困难，创
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攻关过程中，上
海一批优秀的技术工人也因此脱颖而
出。万吨水压机从 1962 年 6 月正式
投产以来，满档工作至今，曾为我国第
一个核电站提供大型锻件，为“两弹一
星”提供制造支撑。
　　“关键时刻，上海总是承担国家使
命。”著名学者、上海交通大学教授刘
统说，回望百年，上海有两次历史性的
转型。第一次是 1949 年共产党解放
上海，遇到很多新问题，党的干部表现
出了很强的适应能力和学习能力。比
如，鉴于当时上海治安恶劣，搜捕盗匪
的同时，人民政府开展户口清查，通过
校正、增补、实时记录，上海逐步建立
起全新、严密、完整的户籍管理制度，
为新中国的社会治理起了示范带头作
用。可以说，从不会到会，从接管到创
新，上海形成了一套全新的管理制度
和城市管理方式，直接影响到新中国
的建设管理。第二次转型是在 20 世
纪 90 年代初，上海改革开放全面起
飞，上海从后卫变前锋，承担使命，先
行先试，从土地批租到引进外资再到
全面开放，向全世界敞开胸怀，人才汇
聚，万商云集，迎来了又一次腾飞。
　　土地批租，在当年属于“破冰”性
质，有人认为搞土地批租就是搞“租
界”，甚至还有人说不能当“当代李鸿
章”。主持此项工作的同志，不得不反
复解释：土地的使用权是可以转让的，
通过转让获得建设资金，这是世界上
包括发达国家在内通行的办法；土地
使用权有偿转让与“租界”和“治外法
权”有着本质的区别，“租界”是把中国
的主权出卖了，而土地批租是要投资
者接受我们国家的法律和管理，只享
有使用权，到期土地仍由国家收回。
　　“破冰”需要勇气，也没有辜负勇
气：浦东开发开放的第一步，其原动力

就是土地制度创新。当时，开发开放
浦东面临的第一个难题就是缺乏资
金。缺钱，但是有土地，土地能不能
生钱？1993 年，浦东在全国率先尝
试“土地批租、滚动开发”的创新开
发模式，吸附并聚集了大量开发资
金和长期投资项目，点石成金，攻克
了资金短缺的难题，一举激活这片
沉睡的土地，才有了后来的“浦东奇
迹”。
　　没有点血性，谈何先行先试？
　　 2021 年 7 月 15 日，《中共中
央 国务院关于支持浦东新区高
水平改革开放打造社会主义现代
化建设引领区的意见》正式发布，
赋予浦东新区改革开放新的重大
任务，其中有这样的话：支持浦东

“勇于挑最重的担子、啃最硬的骨
头”，要当“开路先锋”“排头兵”。
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席王
战说：浦东要打造的社会主义现
代 化 建 设 引 领 区 基 于 原 来 的 新
区，它的特点非常突出：一是浦东
新区从诞生起就有引领的基因。
浦东新区启动开发时，上海是全
国范围内经济受指令性计划管控
最严的地方之一。上海都能做，全
国也能做。从浦东建设全国第一
个新区开始，现在的国家级新区
已达到 19 个。2013 年全国第一
个自贸区落户浦东以来，全国范
围内的自贸区已达到 21 个。可以
说，浦东打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
设引领区，和这个地方先行先试
的发展历史是一脉相承的。
　　没有血性，谈何担任“开路先
锋、排头兵”？
　　改革开放以来，上海城市发展
的定位，由国内多功能中心、亚洲经
济贸易中心，到一个龙头、三个中
心，再到一个龙头、四个中心，进而
到五个中心，内涵越来越丰富，等级
越来越高，使命越来越远大。这些中
心既是国内的，又是国际的。作为国
内中心，上海除了要在这些领域争
创一流，还有另外一个功能，即胸怀
全国、服务全国。作为国际中心，无
论是工业、金融、贸易、航运，还是科
技创新，上海都必须代表中国到国
际舞台上去发展与竞争。大体上每
隔 10 年，上海城市定位就会上一
个新的台阶。每一个新的台阶，既是
中央的要求，也是上海的自觉。
　　没有血性，谈何承担使命？

精神之力，生生不息

　　 1927 年 7 月 2 日傍晚，上海
大雨滂沱，一个英俊青年匆匆回
家，浑然不知家中已经布满了特
务。情急之下，这位青年的岳母趁
敌人不备，扑向窗台，用力把花盆
推了下去，发出警报信号。然而，大
雨的声音淹没了花盆掉落地上的
声响。青年没有听见，照旧像往常
一样走进了家门，他被捕了。17 天
后，他从容走上龙华刑场，一路上
镇定从容，高呼口号，刽子手们为
之战栗，狂叫“砍，拿刀砍……”
　　这位青年就是赵世炎，中国共
产党早期领导人，上海三次工人大
罢工领导者之一，时任中央委员、江
苏省委书记，牺牲时，年仅 26 岁。
　　现在的上海，正在迎接国庆节，
秋高气爽，满城繁华，一派岁月静
好。曾经发生在这块土地上的悲壮
往事，已经非常遥远。但是，这座城
市从未忘记那些牺牲者，红色，是上
海的底色。在龙华烈士陵园，一个当
代青年给赵世炎烈士写去跨越时空
的信件：“我知道你是一个唯物主义
者，但我还是希望你有来生，能够和
我们一起看今天的上海。”
　　今天的上海，精致、华美、雍容。
但是，行走在这座城市，触摸她的脉
搏，能够清晰感受到她深沉的精神
之力，她的血性。
　　因为有血性，中华民族才能历
经磨难，延续至今。因为有血性，上
海才能打破一个旧世界，建设成一
个新世界。相比于国内不少城市，上
海历史不长。风云际会百余年，上海
赓续了中华民族的血性，又因为历
史机缘，让这份血性具有了上海
特色。
　　“ 85 后”上海舞蹈演员朱洁
静，是上海歌舞团原创舞剧《朱鹮》
的主演，轻灵飘逸，但她同时又是
上海原创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
的主演，在凶险的白色恐怖中，她
的舞姿张力十足，英勇无畏。舞剧

《永不消逝的电波》取自地下党员
李白的故事，李白倒在上海解放前
夕。朱洁静说，她先被《永不消逝的
电波》剧中人的信仰所打动，继而
又感染了无数的观众。她在巡演过
程中光荣入党。今年，建党百年，

《永不消逝的电波》男主演王佳俊
也在巡演过程中成为预备党员，介
绍人就是朱洁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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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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